
如果我们不自救，没有什么可以拯

救我们。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利用，那就

是科技进步。尽管人们常说“需要是发

明之母”，无论已见证了多少发明的丰功

伟绩，我们仍不应该被科技决定论的错

误解读所误导。我们可以从科技进步中

希冀很多，但希望不能过分。在这方面

做好自我克制是最好的态度。

无纸办公并未实现

人们很容易憧憬在不久的将来，交

通瓶颈可以因为科技的发展而被逐步解

决，因为人们不用把时间浪费在通勤上，

而是有可能畅享在家或在公园的虚拟办

公室里办公。

悲哀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

憧憬，并不现实，让人联想到电脑黎明

时代，人们预言未来将实现无纸办公却

并未实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当时

的断言相反，我们现在更加淹没在纸堆

里。专家预测，2020 年的纸消费量将比

2000 年的水平多一半。如果这主要是因

为扩大的阅读群体——尽管电子书在普

及，但人们似乎更偏爱高质量的纸质印

刷体——我们还有理由暗自庆幸。但不

幸的是，并非如此。在许多国家，包括

新兴经济体，官僚机构在膨胀，如果这

些社会继续放开手脚发展，（纸消费量）

不降反增的趋势将继续呈现。

然而，我们确实在逐步靠近一个依

靠直接听觉和视觉影响的科技门槛——

先是通过手机，然后是特殊的眼镜和放

置于眼球的隐形眼镜。人们不再需要聚

到一个地方开会，而是可以在虚拟的地

方聚会，不论是办公室、教室、会议室，

甚至是游行抗议集会（继续挥旗呐喊辱

骂，但不再有互扔西红柿或者“莫洛托

夫鸡尾酒”的土制燃烧弹）。当然，人们

最好在学术报告厅，而不是抗议集会上

聚集。比如，在星期三下午两点，我的

学生们会向我眨动眼皮，我还以眨眼，

于是我们就一起开始了一场未来世界的

讲课——确实很有意思。

技术上这一切当然可能，但并不是

说这就一定会受到人们欢迎。就像电视

电话会议一样，尽管都是“现场”，但经

常由于心理上，或者其他各种实际原因，

它们还是替代不了人与人面对面的直接

交流。我们更愿意实际看到对方，电视

屏幕的影像并不能帮我们实现这一需求。

人还是更愿意有物理的而非虚拟的接触，

我们也不能低估私密对话或非正式闲谈

的需要。

主宰未来世界的还是人

科技进步和新技术的出现带来的变

化毫无疑问将影响整个世界。虽然我可

以在在世期间目睹中部欧洲这几十年的

变迁，但中部非洲的学生们却不能在他

们的国家里看到同样的转变，或许下代

人可以看到，至少这代人看不到。就像

尽管 19 世纪就发明了电，但这个世界很

多地区的人们到现在还没有用上电；大

规模电脑化已经推进了半个世纪，但绝

大多数人类依然无法享受它带来的福利；

1879 年英国的纽卡斯尔就点亮了世界第

一盏街灯，而饱受内战摧残的索马里摩

加迪沙在 2012 年依然黑暗。任何改变

都需要时间，科技进步也是一样，尽管

其带来的改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

快。

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在观察和作结论

时一以概之，虽然很多科学家在描绘未

来时倾向于这么做。美国中心论和欧洲

中心论就是这样的典型错误。他们把自

己的思想从高度发达的西方向世界其他

地区打包销售，原因在于对世界复杂性

的无知无觉。但在加利福尼亚可行的事

未必在厄立特里亚行得通；在巴伐利亚

成功的项目到安第斯山区不一定可行；

在关西成功的经验到瓦济里斯坦可能长

时间水土不服。在此背景下，某些“大师”

炮制并被反复引用的名言“每件东西都

可以在任何地方制造”明显是荒谬的。

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充斥全球，但它们

实际上要么是简单粗暴的概括，要么是

愚昧无知的歪理。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主宰未来世界的还是人，由人性价

值和管理才能主导决策的人，而不是技

术及其发展的水平。科技进步可以帮助

解决很多问题，但绝非万能，许多问题

仍将在技术解决的范畴之外。此外，未

来科技进步还会带来众多新的问题，就

像过去科技进步为人类带来众多利益的

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恶化和致命武器一样。

无需列举其他更多的事例来证明，但我

希望能强调这一点：未来科技进步带来

的负面影响或许更糟。

第四次工业革命何时到来？

我们生活在又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

时期，这是前两次让地球改头换面的工

业革命后的第三次。第一次工业革命和

蒸汽机的发明相联系，始于 18 世纪晚期

英国纺织业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

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发力于 19世纪

晚期 20世纪初期的美国，伴随着大量的

创新发明，包括电、内燃机、化学工业

和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电报、

电话、收音机、录音机和照相机。当前

的革命，有人将其追溯到二战结束，尽

管其真正的加速发展是近几十年的事。

尽管这场革命比前两次都更加具有多样

性，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样和蒸汽机

及汽车一样具备标志性的发明——计算

机。计算机的中心作用将在很长的时期

内得以保持，因为知识经济在不断扩展，

科技进步方兴未艾，这场革命从某种意

义上说已成为一种常态。因此，还很难

想象它将何时结束。

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期待着新发现

新应用的积累会逐渐带来一种质变的集

合，从而引发第四次和更多次革命。没

人知道那时什么东西会扮演蒸汽机、汽

车和电脑这些曾经是主角的角色。或许

是可再生能源生产方式彻底的变革，也

可能是低能耗无污染的自我充电电池。

最可能的是，这些发现、发明和应用将

发生在生物科技、基因科技和医药研制

上，而它们将改善人类体质并延长我们

的寿命。

（翻译 ：张璐晶）

科技进步一直在影响世界。这是一种新研制成功的机械手，可

以由人脑控制，能在地震等灾害救援现场发挥巨大功用。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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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几乎

没注意到 2012 年已经过去。全

世界人口已经超过 70 亿，有近

20％在中国。你知道，每 5个地

球公民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吗？

我是波兰人，祝愿中国的朋友们

在即将到来的蛇年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西方国家

会找到一条明智的前进道路，

而不像蛇一样蜿蜒曲折。中国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值得其他

国家学习。至于我的中国朋友

和我在《中国经济周刊》的读

者们，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

2013 年对于中国来说，也

将是极富挑战的一年，在新的

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必须重

视减轻和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

妥善应对生态挑战以及坚持宏

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平衡。

我在专栏里写的新年文章

是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

希望 2013 年以后，中国将更加

重视科技创新，中国的进步也

将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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